
如果说，郭成智老师对我的启蒙，
像种子一样埋在我的生命里，那么，园
主朋友的话如同惊蛰的春雷，使种子破
土萌芽。

我生于斯，长于斯，熟透了团城山的
方圆百里。在此，在郭成智老师与园主朋
友的基础上，我提出一点自己的偏执之
见，将埋在内心的想法大胆说出来。

首先，我想说的是，此冢如若不是周
公姬旦之冢，谁的墓冢会这么宏大？拿黄
帝陵来比，不过才有 90 多平方米。也许
有人说，黄帝太久远，断祀太久，不足为
凭。那就举一个更久远的，淮阳伏羲庙里
的伏羲冢可没有断过祀，我曾经去过，伏
羲冢被保护得非常完好，还亲眼见几位老
者正一把一把往冢子上培土。我上前搭
话，方知他们都是外乡人，年年都背一袋
子土来赶庙会，给老祖冢上添土。然而，
伏羲冢有多大？其直径也就 30 来米，面
积最多也就七八百平方米，而团城乡的鸡
冢将近 6000平方米。这是什么概念？这
不是冢，分明是一座山呀！

其次，园主朋友曾与我讨论过几个重
点：一、周公非为帝王而为公侯，然其建国
的功勋比开国帝王还要大，当时成王曾怀
疑其有争位之意。周公死后，成王才后悔

知错，所以，对周公备加崇敬，赐予帝王祭
礼。因此，周公之祭实为王祭。所以，其
冢肯定大。二、周公于建国之初代替成王
摄政七年，以周礼制度取代夏商社会残酷
的奴隶制度，因而备受尊崇，以致后来改
朝而不断祀，代代供奉，年年祭奠，所以其
冢有只增不减的奇迹。

再次，本人认为鸡冢为周公墓冢还有
以下几个重要的原因：

从地理上看，这里地势宏伟奇特，绝
不是一般人能占有的；团城山环抱鸡冢，
状如莲花。空中鸟瞰，如一座庄严神圣的
大宫殿，气势宏阔而肃穆。团城山犹如天
地间的乾坤轮，而冢子则是轮子的轴心。
园主朋友第一次登观景台，就被其气势震
撼得热泪盈眶，半天才说出一句话——

“天地宇宙，总开关在鸡冢也”。
昭平湖向南十里路是泰山庙。当地

人传说，此庙宏大，殿堂多层，石人石像众
多，占据了整个南山之坡。这堂庙坐北朝
南，应该是王室祭拜天地的庙堂大殿。

泰山庙向南五里直达接官亭，接官亭
东南有小团营盆地，向西数里是旗杆街，
具备了古代帝王来此祭奠的护卫礼仪。

旗杆街再向西是朝王殿沟。《鲁山县
志》载：“团城山上有殿址，莫知其由。”

从接官亭向南十里就是鸡冢，鸡冢南
边还有古墓沟、石碑湾之地名。虽然如今
古墓沟里不见古墓，石碑湾里不见石碑，
但这些地名的来历全都是无源之水吗？
这些地名都与祭奠之事有关，难道仅仅是
巧合？

从鸡冢向南还有玉皇庙，玉皇庙向南
是五道庙（土地庙、龙王庙、火神庙、祖师
庙、文王庙）。处于大山深处的鸡冢乡，却
有着如此多的庙宇古地，应该不只是为了
彰显山里的丰富文化吧。

从五道庙再向南，有地名叫花园沟，
东有东花园，西有西花园，东西花园相连
接，有十里之遥，不见花草，只有满山的玉
兰树遮天蔽日，每树结满密密麻麻的辛夷
桃，征兆着来年春天的花山花海。这是否
为王家祭祀地的风景区？

我也曾想，“姬冢”若实为周公之墓，
为何不用“周”称，而用“姬”称呢？“周”是
最尊贵之称，而“姬”是周王族的泛称，一
般王族都遵循自家的封号而不用姬氏的，
哪一支失封之族才用姬姓？为此，我也曾
四处考察。

2016 年，中国姬姓研究会会长姬传
东来我市组织姬姓家族去周赧王墓祭祖，
我也曾参加。

活动中，我找机会问他：“姬老师，周
王室的公侯很多，都以各自的分封地为氏
为姓，究竟是哪一支继承了姬姓？”他将我
拉到一边，悄悄说：“你问得很好，为这事
我跑遍了全国，最后在陕西找到一支姬
姓。他们说，他们是周公的后代，春秋末
期从洛邑迁去的。”

为此，我又专门查了《周公家谱》。据
《周公家谱》记载：春秋末期，周王室发生
政变，周景王欲立次子王子朝为继承人，
然而周景王在单刘氏政变中去世，单刘氏
刺杀了托孤大臣宾起，擅立幼子为周敬
王。原文记载：“时敬王居于狄泉，谓之东
王；尹氏立王子朝于王城，谓之西王。后
敬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
以奔楚。十四代男，何，因遭王子朝之乱，
未袭爵，卒。十五代男敖，遭哀思之申立，
也未袭爵。十六代男蠁，字子献，悯祖父
之失爵，终身未曾离桑梓，日以礼经教授
弟子。”

由此看来，周公十四代“何”没有袭周
公爵位，十五代“敖”也因为服丧其间没有
再袭爵，十六代“蠁”辞爵返回故里，终生
都没有离开老家，用礼经教育弟子。自
此，周公家族辞官迁回老家，因为未袭爵，
而不用周氏，只好用了祖氏的姬姓。

鸡
冢
或
为
周
公
墓
冢

6 文化2018年12月12日 星期三 E-mail:rbwztp@pdsxw.com 编辑 蔡文瑶 校对 曹晓雨

在过去那个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手机又不
经常播放电影的年代里，农村往往是靠自排自演戏
剧来调剂生活、娱乐大众的。西赵村（现属高新区遵
化店镇）也不例外，和附近的村子一样，有自己的剧
团和一帮子村民演员，每逢年节，都要排练上演几场
大戏，供大家观赏娱乐。西赵村是个有学校、有诊
所、有供销社的中心村，人气旺，所以对办剧团就比
别的村更上心。

和附近村子不同的是，西赵村的剧团上演戏
剧时多了一架古筝伴奏，这为上演的戏剧增色不
少。说到西赵村剧团的古筝，有两个人值得说道说
道。一个是任清芝，一个是赵十七。任清芝古筝抓
得好——我们那里不说弹筝，说抓筝；赵十七古筝打
得好——我们那里不说做筝，说打筝。

先说说任清芝抓筝。任清芝一只脚有点跛，干
起农活来有些吃力，可就是能演奏一手好古筝，每天
早上和晚上，邻居们总能听到他抓古筝的声音，村里
每次演戏，他那作伴奏的古筝总抓得十分出色。上
世纪 50年代中期，省里举办首届民族乐器比赛，大
家鼓励任清芝去参赛，任清芝就去了，结果他的古筝
演奏获得大赛第二名。很快，近中年的他被调入省
曲剧团，成了省级剧团的专业伴奏人员，全家也随之
迁去郑州。后来，任清芝成了河南乃至全国古筝演
奏方面的大师级人物。

再说说赵十七打筝。赵十七是西赵村的能
人，夏天能在村旁的沙河里“扎摆”逮鱼——也就
是用高粱秆儿布阵逮鱼，冬天能在河坡的芭茅丛里
布网逮兔，日子过得滋滋润润。他会木工活儿，闲
下来的时候就用桐木板打制古筝。据说他打制的
古筝音色好，很受欢迎。“大跃进”的时候，公社专
门成立了一个乐器厂，让他领着几个人专门制作古
筝，为公社挣了不少钱和面子。后来，年老的赵十七
干不动了，就由他的儿子——我的小学同学赵荣昌
继承他的衣钵制作古筝。赵荣昌不仅学会了制作古
筝，还学会了演奏古筝。生产劳动之余，他经常背着
古筝到河堤上演奏，自娱自乐，他把筝抓得有板有
眼，经常有好多人围着观看聆听。可惜村里的剧团
没有了，要不这赵荣昌也会和任清芝一样，是一个伴
奏好手……

西赵村的古筝
●李荣欣

运粮河又名清水河，发源于平顶山市区北部擂
鼓台北坡附近的山凹涧，呈东南西北走向，顺山势而
下，汇集溪流之水并延伸至古城村的皇姑坟附近，之
后穿越329省道，此区域行政区划属宝丰县李庄乡；
后又沿西南东北方向，途经闪庄外围进入郏县境内，
在堂街镇马村桥汇入芝河，然后再进入汝河。

运粮河全长约 15公里，流域面积 30平方公里，
郏县境内长约8公里，沿途所经村庄分别为上赵家、
付家楼、核桃树、外口水库、祁家、马庄、杨庄、古城、
翟集、河叉、闪庄、肖庄、小崔庄、 郎庙、韩庄、岔河、
马村桥等。

数十年来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地下水位不
断下降，运粮河逐渐失去了往日白云朵朵、千帆竞航
的风采。现如今基本上变成了季节性河流，但自始
至终起着防洪灌溉的作用。历史上虽多有治理，但
建树均不大，较有成效的还是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
代几次大的治理活动。

不过，需说明的是运粮河水质甘甜可口、清爽怡
人，宝丰县李庄乡翟集村利用流经河水酿制的米醋，
不但价格低廉，而且质量上乘，深受人们喜爱，并很
快形成了以醋业经营为主的佐料文化圈，且长盛不
衰。同时，在郏县姚庄回族乡 郎庙村，村民们用运
粮河水泡制的茶招待客人，可谓芳香扑鼻，又以此形
成了以茶叶经营为主的餐饮文化圈。

到了近代，郏县朱紫峰三兄弟利用运粮河贩运
盐粮，曾经富甲一方，为防匪患，构筑了临沣寨（红
石寨），并由此为后人留下了有丰富内涵的村寨文
化。另外，该河水也曾一度被引为寨壕之水，助其看
家护院。

那么运粮河又是怎样形成的呢？笔者经过走访
与调查，现在此进行简单的叙述和说明。

相传在春秋战国时代，身为一代枭雄的妙庄王
率师远征，被困于此，情况十分危险，后采用谋士的
瞒天过海之计，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里应外合，方
才大获全胜并转危为安。因妙庄王曾在此逢凶化
吉、遇难呈祥——后在部属的拥戴下，擂鼓助威并登
基坐殿，故后人将此处更名为“擂鼓台”。而妙庄王
也由此开始了仁政天下的政治生涯。

由于长期战乱，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再加上
自然灾害频繁，不少庄户人家只好卖儿卖女远走异
乡，针对此种情形，妙庄王亲自进行了明察暗访，最
终找出了问题的关键——皆因水患无穷所致。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此处南边地势较高，处于山
区或浅山区，而北部地势平坦，每当雨汛季节山洪暴
发，因无处排泄，形成了十年九涝的局面。

为了安定民心，发展生产，同时也为了巩固基
业，通过勘察，妙庄王决定开挖一条泄洪渠，即今天
我们所说的运粮河。

主意拿定后说干就干，妙庄王号召当地军民加
入其中，工作虽说很苦很累，但不少人仍自觉前往，
且干劲儿十足。即使如此，毕竟当时生产力低下，同
时军队要忙于备战，农民还不能耽搁农时，经过数载
春秋的苦干，工程终于顺利完工。不仅彻底解决了
部分水患，干旱之年还能灌溉良田，而妙庄王恰巧利
用此渠调运粮草，以备不测。

当时陆路交通多有不便，走水路不仅快捷，而且
省时省力。与此同时，老百姓也利用该渠贩运农作
物来改善生活质量。此举不仅稳定了军心民心，也
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更加巩固了妙庄王的统治
基业，老百姓为感恩报德，便把此渠改称“运粮河”，
并流传至今。

漫谈运粮河
●郭连卿

毛|

毛|

周公究竟葬于何处？司马迁的《史
记》里有“葬于毕”的记载。

周公老家在陕西，他的哥哥武王立国
二年就死了，他代侄子成王摄政七年，东
征平叛，开疆扩土，建都洛邑，整理朝政，
还政之后不久累病而死。司马迁在《史
记·鲁周公世家》中记载：“周公在丰，病，
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王。
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
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周
公在丰地有病了（丰就是镐京），病重之
时嘱咐说，一定要将我葬在成周（东都洛
阳），用以表明我不敢离开成王（意思是
成王还小，离开他我不放心）。周公死后，
成王也谦让，把周公葬在老祖坟，与爷爷
周文王葬在一起，表示他不敢将周公旦当
作他的臣子。

可对这些，我存有自己的疑惑。
疑点之一，周公卒于何处？《太平御

览》中说，周公受到成王怀疑，于是“奔
鲁而死”（这个鲁，就是周公的畿内封国
鲁县）。

疑点之二，按此文说法，成王当时
应在周公新建的东都洛邑当朝，所以周
公说不敢离成王，希望死后能葬在成
周，以表示对社稷的关心。事实上，周
公去世后，成王一直就在镐京，直到二
百多年后，平王才迁都洛邑，成王因不
愿去东都，而分派周公的儿子君陈袭爵
去管理洛邑。再者，如果周公将殁时留
有遗嘱，那么，他的长子鲁公伯禽，次子
君陈也都会遵从乃父遗愿，让周公葬于
成周，就连成王也不可能违背周公遗
愿。可见司马迁说的“葬于毕”不一定
为真实记载。

那么，我为何敢说鲁山团城乡的鸡冢
是周公墓呢？这岂不是挑战司马迁的权
威吗？且待我把话说完。

众所周知，几十年来国家考古队把宗
周（邰城）、毕地的古墓探了个遍，并未找
到周公墓的一丝痕迹。

武王时，周有三个王陵区，即西郑
周太王陵，京郑王季、文王陵，南郑周先
公祖上墓地。毛叔郑家族历代任祭奠
之职，因职责而居于邰地，在该地建有
宫庙。因王陵在宗周以南，所以称南
宫。毕原的王季、文王庙在北，称北宫，
由毕公家族守护。如今，南郑周先公墓
地与北宫之陵墓已被挖遍，并没有周公
之墓。实际就已经推翻了司马迁“周公
葬于毕”的说法。

古代的王侯陵冢是王家的最大隐
私，不会轻易对外公示。史学家司马迁

的记载也许是无意为之，也许是有意为
之。试想，汉武帝时尊崇儒术，帝王怎
会不朝拜周公？司马迁作为史官怎会不
知周公之冢在何处？“葬于毕地”，怎知司
马公本意不是为了保护周公墓冢而故意
南辕北辙呢？历代帝王陵墓多不载于史
书，司马迁为何要把周公葬地堂而皇之
地载于史书呢？岂非“欲盖弥彰”？

家 乡 的 鸡 冢 藏 于 深 山 ，在 鲁 之 边
境，是周王朝东都洛邑的南郊，周公极
有可能葬于此。南郊，不正是王室的郊
祭重地吗？况且这里又具备郊祭的配
套设施——鸡冢前左有朝王殿，右有接
官亭，接官亭向北有泰山庙，周围还有
大团营、小团营，这些不都是王室郊祭
的故名遗址吗？

但愿我之探疑，能起到抛砖引玉之
作用。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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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山县团城山鸡冢探疑
●王相生

我的家乡位于鲁山县团城乡，原名鸡冢乡，地处平顶山西南，南邻南阳市南召县，环周是神奇的
团城山脉，怀抱着神秘的金鸡之冢。从地图上看，团城山脉位于伏牛山的牛头之上，登临四望，重重
叠叠的山峰犹如片片花瓣，团团围住团城山，那错落有致的山势恰似九重莲花，盛开在天地之间，而
门前那座硕大的土堆——冢子，正是莲花的蕊芯。

家乡的团城山鸡冢，令我奇迷不已：
此景是浑然天成？还是人工建造？

传说很早以前，这里住着一位好心的
老婆婆，养了一群鸡。老婆婆经常接济贫
穷人家，将鸡蛋拿去送人。她不求回报，
只求自己故后有人到坟上添点土。老人
去世后，乡亲们年年为其上坟，添土祭念。
天长日久，坟成大冢，被人们称为鸡冢。

亦有人说，这里很早以前就是个大
冢，有人经常看见冢子上一只母鸡带着一
群金灿灿的小鸡在觅食，人们上前去抓，
一眨眼，鸡就钻进冢里不见了，故而叫金
鸡冢。

我小时最感兴趣的就是金鸡冢的传
说，经常一个人到冢子上转悠，希望也能
遇见一群金鸡娃，可最终也没那运气。数
千年的神话传说，真真假假，使鸡冢充满
了神奇。家乡的石头是硬邦邦的，家乡的
河水是冰凉凉的，但家乡的门前怎么就有
一座高大的鸡冢呢？

这座土堆高大无比，具体有多高我
也没测量过。记得小时候，一群伙伴儿
爬上冢子玩，冢顶有一棵大栗树罩着，
抬头看不见天上的云，低头看不见河里
的鸭，十几个娃娃拉起手来也不能将大
树围住。为啥？因为大树的树根太多

太粗太高，比我们的个子都高，我们围
不到树根处。可惜 1958 年修昭平台水
库时，这棵见证历史的大树被刨了。听
大人们讲，当时十来个人用了 20 天才把
大树放倒。后来，我去乡里查询有关资
料，发现 1951 年的勘测记载，“冢子高度
50 余米，总面积 5996 平方米”。哪家门
前的土堆能有这么大？

这座土堆历史到底有多悠久，谁也说
不清。我去查过县志，明鲁山嘉靖县志上
就已经有了鸡冢这个地名，只是没有大栗
树的记载。也不知道鸡冢的地名究竟起
源于哪个朝代。

鸡冢的土与我们当地的麻骨石土质
大不一样。上中学时，老师带我们到鸡冢
上挖山洞，因为土质松软、细腻，我们一天
就挖了十几米深，还挖出一件奇怪玩意
儿。拿出来让大人一看，说是一盏古时的
油灯，它不是铁的，也不是铜的，是盏陶
灯，还有彩色花纹。

从此，我对这个鸡冢充满了奇想，它
肯定不是天地所生，而是人工造就的。我
不再想着那冢子里会跑出一群金鸡娃，也
不再想那冢子里会不会藏有神奇的鸡蛋，
总想这满山遍野的麻骨石田地里，怎么会
冒出一个这么大的黄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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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毕业后我便外出打工，跑遍全
国很多地方，后来回到家乡。记得快到
家时，要先过一道坎，右边的崖子叫接官
亭，心里顿时一阵热浪涌来：接官亭，接
官亭，我真的是外出求官锦衣而归了
吗？如若不然，这个地方为何叫接官亭
呢？

冥冥之中，这个突发的奇想令我激动
不已。再往前走，又是一个路口，叫旗杆
街；向右走，是朝王殿沟。朝王殿，朝王
殿，我如今是回家呢，还是来朝王呢？朝
王殿该是百官朝拜君王的宫殿，在这前
不见古城后不见古都的深山老林里，怎么
会有朝王殿、接官亭呢？

这些以前熟于耳烂于心的地名，我突
然就觉得深奥起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疑
问也越来越多。

20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
在鲁山县志办工作的郭成智老师。当我
谈起对家乡的疑惑时，郭老师回答了我
的许多疑问，并讲述了西周时期鲁山的

历史，还告诉我他对鸡冢的考察与猜测。
郭老师怀疑此冢是历史上赫赫有名

的周公之墓。他说，鸡冢的鸡，应该不是
鸡子的鸡，而是姬姓的姬。姬姓是周朝王
族的古姓。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
的嫡亲儿子。

封建社会里不同阶层的坟墓有不同
的叫法。帝王之墓为陵，公侯之墓为冢，
卿士大夫之墓为墓，圣人之墓为林，平民
之墓为坟。这个“姬冢”，应该是周王朝某
位公侯之冢。

究竟是谁的冢呢？
西周初期，鲁山为鲁国的鲁公伯禽

（周公长子）之始封地。然而，成王时，鲁
公伯禽东征平叛，又迁都到山东奄地去
了，所以鲁公伯禽不可能葬于此地。

从西周初到战国，鲁山属周王室京畿
之地。京畿地的冢宰就是周公，周公去世
后，其次子君陈及其后代袭爵，一直管理
着周王朝的东都洛邑。此冢可能是君陈
或其子孙之冢。

那有没有可能是周公姬旦之冢呢？
周公是周王朝东进的奠基者和开

拓者，东都洛邑由周公开发营建。当
时的周公应该踏遍了这一带的山山水
水，对团城山的地理方位和山水趋向
有着细致的研究，因为我国的地理文
化与堪舆文化的深层利用就是周公姬
旦与其父周文王姬昌相继开创的。鸡
冢所处之位，既符合堪舆学中的所谓风
水宝地，又处在周公及其子孙们的畿内
封地。

再远一点说，除了周王朝的姬姓以
外，其他王朝中的别姓公侯，不可能称之
为“姬冢”，也不会将冢墓葬于远离京都的
深山老林——这里既无山路，也无水路，
交通闭塞，几乎与世隔绝。

郭老师的解疑令我释然，同时也燃起
了我弘扬家乡历史文化的念头。

再次拜见郭老师时，这位学识渊博的
学者又嘱咐我：“研究历史，考证疑案，是
一项非常严肃、认真的工程，须持有严谨

的科学态度。若确定无疑是周公姬旦的
墓冢，那么我们鲁山团城山将彪炳千秋；
若妄下结论，就会混淆历史真相，成为千
古罪人。”他劝我还是立足于团城乡的辛
夷种植，做一个辛夷专家。

许多年后，我的辛夷园建成，认识了
邻近的一个园主。无意中与其聊起鲁山
地方志，谁知这位园主虽不是专家学者，
却对鲁山地方志颇有研究，并且写过论
文，对很多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受园主朋友影响，我对家乡鸡冢的
探查之心又死灰复燃。一次与其聊起鸡
冢的传说时，他突然拍案而起，大叫一
声说：“这就对了！鸡蛋，就是姬旦，正
是周公姬旦的名字！鸡蛋换土之说的

‘姬冢’就是姬旦之冢，那时候没有文字
记载，一代一代只是口口相传，将姬旦传
成鸡蛋，也就不足为怪了。周公在历代
统治者心中倍受推崇，代代供奉，改朝而
不断祀，若非是他，谁的坟墓能历经三千
年而仍留有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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